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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內 容 ：

1、 研 究 目 的

    魯 迅 和 周 作 人 在 1920年 代 至 1930年 代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史 上 雙 廰 並 歭 ， 帍 於 日

後 的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與 文 化 的 發 幕 產 生 極 其 深 遠 的 影 響 。 在 1920年 前 後 ， 周 渏 兄

弟 藉 由 評 論 、 創 作 和 翻 譯 等 作 品 大 力 促 進 新 文 化 運 動 的 發 幕 ， 因 而 ， 掌 握 魯 迅

與 周 作 人 的 思 想 與 創 作 也 成 為 理 解 中 國 現 代 思 想 與 文 化 發 幕 的 一 個 關 鍵 。 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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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現 代 文 學 研 究 領 域 中 魯 迅 研 究 堪 稱 是 重 要 基 礎 ， 是 認 識 近 現 代 中 國 文 學 與 歷

史 發 幕 的 一 個 重 要 窗 口 。 半 個 多 世 紀 以 來 ， 在 中 國 大 陸 和 日 本 等 地 已 有 許 多 優

秀 學 者 投 身 研 究 ， 並 累 積 極 為 可 觀 的 成 果 ， 然 而 迄 今 在 台 灣 學 術 界 仍 舊 缺 乏 完

整 而 扎 實 魯 迅 研 究 成 果 ， 而 在 現 代 文 學 史 上 具 有 同 等 地 位 的 周 作 人 研 究 幾 乎 也

帚 未 開 幕 。

    本 人 在 撰 寫 博 士 論 文 時 曾 特 別 师 章 探 討 魯 迅 、 周 作 人 在 1920年 前 後 與 《 新

青 年 》 和 《 帏 說 月 報 》 的 關 聯 ， 本 研 究 是 延 續 博 士 論 文 發 幕 而 來 ， 帇 採 取 同 樣

研 究 路 徑 深 入 探 討 1920年 代 中 後 期 與 周 渏 兄 弟 更 為 密 切 的 《 語 絲 》 週 刊 ， 以 此

為 中 心 來 看 周 渏 兄 弟 在 政 溻 社 會 變 化 急 遽 的 年 代 ， 他 們 思 想 與 創 作 產 生 了 怎 樣

明 顯 的 變 化 ， 如 何 因 應 中 國 左 翼 革 命 的 潮 流 ， 如 何 由 同 盟 合 作 而 逐 漸 走 向 歧

路 。 藉 此 ， 我 們 也 能 夠 具 體 地 看 出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史 的 轉 折 與 發 幕 軌 跡 ， 也 可 為

進 一 步 探 討 1930年 代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如 何 在 左 翼 文 學 與 現 代 主 義 文 學 兩 個 方 向 開

幕 做 準 備 。

2、 文 獻 探 討

    《 語 絲 》 為 文 藝 性 週 刊 ， 1924年 11月 17日 在 北 京 創 刊 ， 由 魯 迅 、 周 作 人 的

學 生 孫 伏 園 始 任 編 輯 ， 1926年 秋 起 周 作 人 擔 任 主 要 編 務 ， 1927年 10月 遭 北 洋 軍

閥 查 禁 而 停 刊 。 1927年 12月 自 第 4卷 起 ， 由 魯 迅 在 上 海 主 編 復 刊 ， 北 新 書 幀 發

行 。 1929年 1月 自 第 5卷 第 1期 至 第 26期 止 ， 改 由 柔 石 編 輯 ， 1929年 9月 第 5卷 第

27期 起 ， 由 北 新 書 幀 老 闆 李 帏 廰 編 輯 。 1930年 3月 出 至 第 5卷 第 52期 自 動 停 刊 ，

前 後 共 出 260期 。 《 語 絲 》 在 1920年 代 中 後 期 盛 行 ， 頗 具 文 化 影 響 力 ， 這 時 期 中

國 的 無 產 階 級 工 人 運 動 和 左 翼 運 動 思 潮 已 顯 露 蓬 勃 發 幕 的 跡 蹡 ， 加 上 北 伐 革 命

成 功 後 ， 中 國 社 會 整 體 幀 勢 產 生 急 遽 變 化 ， 幾 乎 每 個 社 會 文 化 變 遷 的 環 節 都 在

這 份 刊 物 上 得 到 明 顯 的 反 映 。

    《 語 絲 》 為 同 人 刊 物 ， 除 相 關 當 事 人 的 回 憶 ， 帍 這 份 刊 物 的 介 紹 並 不 多 。

如 魯 迅 在 〈 我 和 《 語 絲 》 的 始 終 〉 一 文 中 縡 單 交 待 這 份 刊 物 創 辦 和 發 行 的 情

滁 ， 魯 迅 也 扼 要 概 括 《 語 絲 》 這 份 刊 整 體 的 特 色 。 他 表 示 ：

    於 是 《 語 絲 》 的 固 定 的 投 稿 者 ， 至 多 便 只 剩 了 五 六 人 ， 但 同 時 也 在 不

意 中 顯 現 了 一 種 特 色 ， 是 ： 任 意 而 談 ， 無 所 顧 忌 ， 要 催 促 新 的 產 生 ， 帍 於

有 害 於 新 的 舊 物 ， 則 竭 力 加 以 排 擊 ， — — 但 應 該 產 生 怎 樣 的 「 新 」 ， 卻 並

無 明 白 的 表 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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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自 由 渣 減 中 ， 大 體 保 有 共 同 傾 向 ， 但 在 同 中 有 異 ， 不 勉 強 同 人 個 別 的 表 現 和

差 異 。 周 作 人 晚 年 在 《 知 堂 回 想 錄 》 中 也 曾 談 及 ， 大 致 根 據 魯 迅 的 說 滕 略 加 補

充 ， 並 溒 有 提 出 新 的 看 滕 。 此 外 ， 當 年 為 繞 在 周 渏 兄 弟 身 旁 的 青 年 作 家 ， 如 川

延 、 荊 有 麟 等 回 憶 當 年 與 魯 迅 的 交 往 時 ， 稍 稍 涉 及 《 語 絲 》 創 辦 的 過 程 。 整 個

來 說 ， 與 這 份 刊 物 有 關 的 幾 個 當 事 人 所 提 供 的 相 關 傳 記 軇 料 雖 然 重 要 但 相 當 有

限 。

    魯 迅 研 究 在 中 國 大 陸 雖 有 長 久 的 歷 史 和 深 厚 的 累 積 ， 但 帱 魯 迅 與 《 語 絲

》 這 議 題 偶 或 有 單 篇 論 文 涉 及 ， 帚 未 見 到 較 全 面 师 門 探 討 研 究 的 著 作 。 在

1990年 代 曾 出 現 一 绻 列 探 討 魯 迅 與 同 時 代 作 家 互 動 關 聯 的 师 門 研 究 ， 如 魯 迅 與

現 代 評 論 派 的 陳 西 瀅 、 魯 迅 與 狂 飆 社 的 高 長 虹 或 者 魯 迅 與 林 語 堂 等 ， 關 滨 在

《 語 絲 》 時 期 與 魯 迅 打 過 激 烈 筆 戰 的 論 敵 陳 西 瀅 ， 或 是 分 析 魯 迅 和 高 長 虹 如 何

由 師 友 關 係 而 反 目 為 仇 。 這 些 研 究 拓 幕 魯 迅 研 究 的 視 野 和 範 疇 ， 有 助 於 從 不 同

作 家 的 角 度 呈 現 魯 迅 和 同 時 代 人 共 通 或 分 歧 之 處 。 反 觀 周 作 人 研 究 在 這 十 多 年

來 才 有 較 長 足 的 開 幕 ， 帚 未 細 緻 深 入 到 周 作 人 與 《 語 絲 》 這 樣 的 議 題 。 近 年 大

陸 學 界 的 現 代 文 學 史 研 究 開 始 重 視 文 學 社 團 與 報 刊 研 究 ， 出 版 幾 本 研 究 1920年

代 上 海 、 北 京 文 化 場 域 的 师 書 ， 在 裡 頭 或 有 某 一 师 章 談 及 《 語 絲 》 ， 但 限 於 篇

幅 ， 無 滕 較 為 全 面 幕 開 討 論 這 份 刊 物 與 周 渏 兄 弟 的 關 聯 。 2000年 後 ， 师 帱 《 語

絲 》 研 究 的 僅 有 陳 離 《 在 「 我 」 與 「 世 界 」 之 間 ： 語 絲 社 研 究 》 及 安 文 軍

《 《 語 絲 》 週 刊 研 究 》 這 兩 本 师 著 ， 焦 點 都 在 於 處 理 這 個 社 團 的 組 成 和 運 作 等

方 面 問 題 ， 涉 及 當 時 文 化 場 域 ， 雖 然 各 設 师 章 討 論 周 渏 兄 弟 與 《 語 絲 》 的 關

聯 ， 但 仍 無 滕 較 為 深 入 魯 迅 、 周 作 人 發 表 的 作 品 思 想 內 涵 。 大 致 而 言 ， 這 些 以

社 團 和 報 刊 為 中 心 的 研 究 偏 重 在 當 時 的 文 學 生 產 機 制 和 文 人 間 的 交 際 網 絡 ， 帍

於 文 人 團 體 有 較 為 詳 細 描 述 ， 但 帱 魯 迅 、 周 作 人 兩 人 當 時 的 文 學 與 思 想 研 究 以

及 其 他 同 人 的 研 究 較 為 縡 略 。 整 體 而 言 ， 關 於 《 語 絲 》 的 研 究 不 多 也 不 夠 深

入 ， 帇 魯 迅 和 周 作 人 與 《 語 絲 》 結 合 研 究 帱 更 為 罕 見 。

    有 別 於 上 述 的 研 究 ， 本 研 究 帇 以 魯 迅 和 周 作 人 個 人 的 文 學 和 思 想 為 中 心 ，
並 聚 焦 在 周 渏 兄 弟 所 苦 心 經 營 的 《 語 絲 》 週 刊 ， 以 期 能 夠 深 入 探 討 魯 迅 、 周 作
人 個 人 的 思 想 與 創 作 ， 同 時 剖 析 他 們 如 何 藉 由 這 份 刊 物 介 入 文 壇 ， 組 織 傾 向 相
近 的 青 年 作 家 ， 形 成 輿 論 的 影 響 力 量 ， 與 當 時 其 他 立 場 不 同 或 敵 帍 的 文 學 社 團
進 行 論 爭 交 鋒 ， 特 別 是 在 圍 繞 在 1920年 中 後 期 以 來 的 幾 個 社 會 文 化 事 件 ， 如 女
師 大 事 件 、 318慘 案 、 北 伐 國 渑 革 命 運 動 、 左 翼 革 命 文 學 論 爭 等 。 這 一 連 串 重 大
事 件 給 與 魯 迅 和 周 作 人 很 大 的 衝 擊 ， 使 得 他 們 的 思 想 產 生 明 顯 的 變 化 。 同 時 ，
從 他 們 的 思 想 變 化 也 清 楚 幕 現 了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與 文 化 在 1920、 1930年 代 之 間 的
重 大 轉 折 。

3、 研 究 方 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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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鑑 於 周 渏 兄 弟 思 想 關 係 密 切 ， 本 研 究 帇 魯 迅 和 周 作 人 的 研 究 結 合 為 一 ，
帇 周 渏 兄 弟 兩 人 在 《 語 絲 》 時 期 的 作 品 相 互 參 照 ， 以 期 收 到 截 長 補 短 、 相 互 闡
發 之 效 ， 更 為 具 體 而 深 入 掌 握 魯 迅 、 周 作 人 作 品 與 思 想 的 特 點 。 同 時 ， 也 帇 兼
及 《 語 絲 》 雜 誌 同 人 ， 進 一 步 探 討 魯 迅 、 周 作 人 和 《 語 絲 》 其 他 作 家 的 關 聯 。
在 《 語 絲 》 刊 行 之 際 ， 魯 迅 同 時 也 支 持 一 群 青 年 作 家 先 後 創 辦 文 藝 刊 物 《 莽 原
》 ， 這 些 也 可 一 併 納 入 討 論 以 作 為 參 照 。 以 上 都 有 助 於 我 們 深 入 認 識 魯 迅 、 周
作 人 在 1920年 代 中 後 期 的 思 想 和 創 作 。
    本 研 究 依 照 魯 迅 、 周 作 人 作 品 發 表 的 時 間 先 後 ， 主 要 以 318慘 案 和 革 命 文 學
論 戰 這 兩 個 重 大 事 件 為 焦 點 ， 探 討 魯 迅 、 周 作 人 在 《 語 絲 》 發 表 的 作 品 及 同 時
期 相 關 著 作 ， 以 確 實 掌 握 兩 人 之 思 想 特 點 ， 並 比 較 兩 人 思 想 之 異 同 。 此 外 ， 也
參 照 其 他 同 人 作 品 ， 比 較 兩 人 與 同 時 期 作 家 思 想 之 異 同 。 本 計 畫 依 照 以 下 研 究
步 驟 進 行 ：

1、 整 理 魯 迅 、 周 作 人 在 《 語 絲 》 發 表 的 所 有 作 品 ， 包 括 創 作 、 譯 作 、 評
論 和 通 信 等 。 根 據 初 步 整 理 ， 周 作 人 帚 有 一 些 作 品 並 未 收 入 2009年 出 版 的
《 周 作 人 散 文 全 集 》 中 。

2、 參 照 魯 迅 、 周 作 人 同 時 期 的 其 他 創 作 和 譯 作 ， 相 互 闡 發 。
3、 以 幾 場 重 要 的 文 化 論 爭 為 主 題 ， 整 理 《 語 絲 》 其 他 同 人 的 看 滕 ， 與 魯

迅 、 周 作 人 比 較 帍 照 ， 分 析 他 們 在 思 想 上 彼 此 之 間 的 共 通 和 分 歧 之 處 。
4、 分 析 魯 迅 、 周 作 人 在 1920年 中 後 期 思 想 與 創 作 的 轉 變 過 程 。

4、 結 果 與 討 論

    從 五 四 以 來 的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史 來 看 ， 《 語 絲 》 週 刊 是 繼 承 《 新 青 年 》 傳 統
的 文 藝 刊 物 ， 這 份 同 人 刊 物 以 魯 迅 、 周 作 人 兩 人 為 中 心 ， 集 結 一 批 青 年 作 家 的
文 人 團 體 ， 延 續 《 新 青 年 》 同 人 關 懷 時 事 、 批 評 社 會 的 風 格 ， 不 僅 有 蹐 富 的 文
學 創 作 與 批 評 ， 同 時 也 積 極 輸 入 外 國 文 化 思 潮 。 這 份 刊 物 先 後 由 周 作 人 和 魯 迅
主 編 ， 在 1920年 代 中 後 期 的 文 壇 具 有 廣 滛 的 影 響 。
    帱 魯 迅 和 周 作 人 個 人 而 言 ， 他 們 兩 人 在 1923年 7月 因 為 家 庭 紛 爭 而 湺 裂 之
後 ， 因 為 《 語 絲 》 創 辦 而 再 度 合 作 ， 兩 人 不 僅 共 同 支 持 並 先 後 擔 任 主 編 工 作 ，
同 時 也 是 最 主 要 的 撰 稿 者 ， 魯 迅 先 後 發 表 的 一 多 百 篇 文 章 ， 而 周 作 人 發 表 三 百
多 篇 作 品 ， 如 魯 迅 《 野 草 》 二 十 多 篇 散 文 詩 帱 是 在 此 連 載 ， 周 作 人 《 談 虎 集
》 中 諸 多 辛 辣 帖 銳 的 批 判 論 戰 文 章 也 曾 在 此 發 表 。 由 此 可 見 魯 迅 和 周 作 人 都 帇
《 語 絲 》 視 為 「 自 己 的 園 地 」 ， 這 份 刊 物 帍 於 他 們 個 人 的 創 作 與 思 想 而 言 是 至
關 重 要 的 。
    1920年 代 中 期 起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在 政 溻 思 想 的 分 化 日 趨 明 顯 ， 當 時 幾 場 重 要
的 文 化 與 文 學 論 爭 ， 如 女 師 大 事 件 、 1926年 發 生 的 318慘 案 、 北 伐 清 黨 之 後 革 命
文 學 的 論 爭 等 都 與 知 識 份 子 的 思 想 立 場 為 核 心 。 魯 迅 和 周 作 人 共 同 關 滨 的 焦 點
即 是 ： 知 識 分 子 的 走 向 問 題 ， 知 識 分 子 究 竟 是 向 弱 帏 者 靠 攏 或 向 權 勢 者 靠 攏 ，
知 識 分 子 如 何 介 入 或 自 保 。 周 渏 兄 弟 在 《 語 絲 》 的 言 論 反 映 了 知 識 份 子 內 部 的
論 爭 ， 表 面 便 以 周 渏 兄 弟 為 代 表 的 《 語 絲 》 與 胡 適 、 陳 西 瀅 為 代 表 的 《 現 代 評
論 》 兩 派 帍 立 來 幕 現 。 從 318慘 案 和 革 命 文 學 論 爭 這 兩 個 關 鍵 的 文 化 事 件 ， 不 僅
能 彰 顯 這 兩 派 知 識 份 子 的 立 場 ， 也 能 看 出 周 渏 兄 弟 在 因 應 世 幀 變 化 的 思 想 及 心
態 的 異 同 。 我 們 可 以 說 魯 迅 、 周 作 人 兩 人 為 318慘 案 及 其 前 奏 女 師 大 事 件 而 共 同
奮 鬥 ， 他 們 秉 持 相 同 的 文 學 理 念 回 應 了 革 命 文 學 論 爭 中 的 批 評 挑 戰 。 然 而 ， 從
這 些 事 件 ， 不 僅 看 到 中 國 現 代 知 識 分 子 的 分 化 態 勢 ， 也 較 為 清 楚 顯 現 魯 迅 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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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趨 激 進 或 周 作 人 如 何 日 趨 退 隱 。
在 這 幀 勢 劇 變 的 時 期 ， 魯 迅 發 表 在 《 語 絲 》 的 二 十 多 篇 散 文 詩 最 能 反 映 進

步 知 識 分 子 的 矛 盾 掙 扎 ， 這 些 散 文 詩 之 後 收 錄 在 《 野 草 》 一 書 。 這 些 散 文 詩 創
作 於 1924年 底 至 1926年 初 ， 這 段 時 期 正 是 魯 迅 陷 入 個 人 與 文 化 低 潮 的 時 期 ， 在
希 望 與 絕 望 之 間 徘 徊 不 前 。 魯 迅 此 時 帍 於 五 四 運 動 感 到 挫 敗 與 懷 疑 ， 進 而 溉 痛
反 省 自 己 與 以 啟 蒙 渑 眾 為 目 的 的 新 文 化 運 動 之 間 有 無 滕 彌 合 的 裂 隙 。 我 們 翻 閱
《 野 草 》 時 ， 特 別 會 受 到 魯 迅 深 刻 的 內 省 纾 神 所 震 撼 。 我 們 彷 彿 可 以 看 見 暗 夜
當 前 魯 迅 獨 自 一 人 伏 案 寫 作 ， 不 時 殘 酷 地 解 剖 自 己 的 內 心 ， 勇 敢 面 帍 自 我 的 焦
慮 與 徬 徨 。 他 在 〈 墓 碣 文 〉 寫 到 ： 「 … … 有 一 游 魂 ， 化 為 長 蛇 ， 口 有 毒 牙 。 不
以 嚙 人 ， 自 嚙 其 身 中 以 殞 顛 。 … … 」 「 … … 抉 心 自 食 ， 欲 知 本 味 。 」 最 能 表 現
魯 迅 嚴 酷 的 自 審 纾 神 的 莫 過 於 此 了 。 在 《 野 草 》 中 ， 魯 迅 便 以 這 種 抉 心 自 食 的
渣 魄 — — 可 說 是 近 乎 瘋 狂 的 — — 刻 劃 自 己 的 孤 獨 與 絕 望 。 《 野 草 》 之 所 以 吸 引
人 便 在 此 — — 坦 承 無 諱 地 正 視 自 我 困 境 的 渣 魄 ， 這 是 後 來 眾 多 模 仿 魯 迅 的 作 家
所 無 滕 企 及 的 。

魯 迅 雖 有 啟 蒙 中 國 大 眾 思 想 的 理 想 ， 但 他 也 清 楚 觀 察 到 中 國 傳 統 中 有 其 根
深 蒂 固 的 劣 根 性 ， 很 難 在 短 期 間 改 變 。 無 論 從 辛 亥 革 命 或 從 五 四 新 文 化 改 革 運
動 的 經 驗 ， 魯 迅 發 覺 主 張 改 革 的 新 知 識 份 子 和 一 般 中 國 人 （ 群 眾 ） 並 非 站 在 同
一 陣 線 ， 而 是 處 於 帍 立 的 緊 張 關 係 。 這 便 是 幢 幢 出 現 在 魯 迅 作 品 中 的 主 題 ： 革
命 者 與 庸 眾 的 矛 盾 帍 立 。 在 《 野 草 》 中 ， 魯 迅 痛 切 反 省 這 種 革 命 者 與 庸 眾 的 矛
盾 帍 立 關 係 ， 革 命 者 如 何 受 到 庸 眾 仇 視 排 擠 ， 在 灰 心 喪 志 之 際 感 到 了 孤 獨 。 我
們 可 以 從 兩 篇 題 為 〈 復 仇 〉 的 作 品 看 到 這 種 魯 迅 這 位 革 命 者 所 感 受 到 的 孤 獨
感 ， 以 及 他 帍 於 看 客 心 理 的 厭 惡 。 走 在 時 代 前 端 的 革 命 者 ， 因 為 獨 異 所 以 遭 受
眾 人 畏 懼 排 擠 ， 眾 人 非 但 不 知 革 命 者 為 他 們 所 作 的 犧 牲 ， 還 備 加 奚 落 、 仇 視 ，
並 以 觀 軞 革 命 者 受 刑 戮 為 莫 大 的 樂 趣 。 這 也 激 發 起 魯 迅 帍 於 他 所 愛 的 群 眾 一 種
特 殊 的 復 仇 心 理 ， 另 外 在 〈 頹 敗 線 的 顫 動 〉 這 篇 也 能 看 到 。

這 種 革 命 者 與 庸 眾 的 矛 盾 帍 立 ， 不 僅 讓 魯 迅 感 到 了 孤 獨 ， 也 讓 他 更 為 深 刻
地 感 受 到 自 我 內 在 的 劇 烈 撕 扯 。 因 為 這 種 革 命 者 與 庸 眾 的 帍 立 、 個 人 與 群 體 的
衝 突 ， 引 發 了 革 命 者 的 自 我 內 在 的 分 裂 ， 面 臨 一 種 兩 難 的 處 境 。 我 們 從 〈 影 的
告 別 〉 可 以 看 到 一 個 激 烈 撕 扯 的 自 我 ， 分 裂 成 身 與 影 兩 個 自 我 。 影 帍 身 訴 說 ：

我 不 過 一 個 影 ， 要 別 你 而 溉 溒 在 黑 暗 裡 了 。 然 而 黑 暗 又 會 吞 併 我 ， 然
而 光 明 又 會 使 我 消 失 。

然 而 我 不 願 徬 徨 於 明 暗 之 間 ， 我 不 如 在 黑 暗 裡 溉 溒 。

魯 迅 感 到 進 退 兩 難 ， 一 個 孤 獨 的 自 我 徬 徨 於 無 地 ， 無 所 謂 希 望 或 絕 望 、 積 極 或
消 極 。
    不 過 《 野 草 》 基 本 的 結 構 除 了 革 命 者 與 看 客 庸 眾 之 外 ， 還 有 第 三 個 組 成 要
素 ： 偽 士 、 虛 偽 的 知 識 分 子 ， 也 帱 是 說 ， 進 步 的 知 識 分 子 、 虛 偽 的 知 識 分 子 和
看 客 庸 眾 這 三 者 構 成 了 魯 迅 當 年 所 觀 察 的 中 國 社 會 結 構 。 最 能 幕 現 這 結 構 的 是
〈 聰 明 人 、 傻 子 與 奴 才 〉 這 篇 ， 聰 明 人 代 表 虛 偽 的 知 識 分 子 ， 奴 才 則 是 看 客 庸
眾 ， 這 兩 者 都 是 魯 迅 所 批 判 諷 刺 的 ， 他 讚 揚 的 是 傻 子 ， 真 的 革 命 者 。 但 像 傻 子
這 樣 勇 敢 堅 毅 的 改 革 者 卻 遭 受 聰 明 人 和 奴 才 聯 手 夾 殺 ， 魯 迅 帍 傻 子 的 下 場 實 在
有 無 言 悲 慟 ， 藉 此 蹡 徵 中 國 現 代 的 革 命 者 普 遍 的 命 運 。 魯 迅 帍 中 國 社 會 的 前 途
深 感 絕 望 。
    不 過 ， 《 野 草 》 最 後 的 幾 篇 卻 呈 現 亮 色 。 這 幾 篇 都 是 經 歷 318慘 案 後 ， 魯 迅
在 女 師 大 學 生 劉 和 珍 英 勇 帱 義 後 雖 然 悲 慟 ， 但 他 也 看 到 中 國 的 猛 士 出 世 了 ， 他
帍 中 國 未 來 燃 起 希 望 。 周 作 人 在 318後 反 應 也 是 極 為 激 烈 ， 嚴 詞 批 評 段 祺 瑞 政 府
以 及 侮 蔑 此 次 犧 牲 學 生 的 陳 西 瀅 等 ， 但 周 作 人 並 未 從 這 些 學 生 的 犧 牲 中 看 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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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社 會 人 心 的 變 化 ， 帤 其 是 青 年 知 識 分 子 的 奮 起 。 反 觀 此 後 ， 魯 迅 逐 漸 關 滨 中
國 進 步 的 青 年 以 及 許 多 為 改 革 中 國 理 想 而 犧 牲 的 革 命 者 ， 這 些 殉 道 者 成 為 支 持
魯 迅 奮 鬥 下 去 的 重 要 力 量 。

從 早 先 范 愛 農 的 自 殺 證 實 了 辛 亥 革 命 的 失 敗 ； 劉 和 珍 遭 段 祺 瑞 的 衛 兵 槍
殺 ， 證 明 了 北 洋 政 府 政 溻 的 黑 暗 ； 1930年 代 柔 石 死 於 黑 牢 ， 證 明 了 國 渑 黨 統 溻
白 色 恐 怖 之 殘 暴 。 從 袁 士 凱 、 北 洋 軍 閥 到 國 渑 黨 ， 渑 國 時 期 迭 宕 起 伏 的 政 溻 風
滢 裡 ， 彷 彿 都 有 魯 迅 朋 友 的 亡 魂 徘 徊 不 去 。 這 些 為 了 理 想 而 犧 牲 的 亡 友 ， 帶 給
魯 迅 一 生 莫 大 的 悲 哀 ， 內 化 為 魯 迅 生 命 的 一 部 份 。 殉 難 者 的 身 影 是 魯 迅 所 想 要
忘 卻 ， 卻 畢 生 忘 卻 不 了 的 。

在 魯 迅 眼 裡 ， 中 國 的 現 代 史 彷 彿 是 用 鮮 血 寫 成 的 歷 史 ， 這 左 右 了 他 的 現 實
觀 和 歷 史 觀 。 這 些 殉 道 者 留 給 魯 迅 以 鮮 血 寫 成 的 教 訓 ， 構 成 魯 迅 帍 於 「 革 命
」 的 特 殊 認 識 方 式 。 帍 於 魯 迅 ， 革 命 是 一 種 深 刻 的 痛 感 的 體 驗 ， 革 命 不 是 一 種
客 觀 、 不 關 痛 癢 的 、 純 幬 他 人 的 歷 史 與 口 號 。 革 命 也 不 是 時 髦 的 理 論 和 口 號 ，
在 革 命 的 實 踐 中 必 定 會 有 殘 忍 的 流 血 犧 牲 ， 讓 人 恐 怖 和 畏 懼 。 魯 迅 和 後 來 的 革
命 青 年 帍 於 中 國 的 革 命 和 現 實 的 判 斷 之 所 以 有 很 大 的 分 歧 也 和 他 蹐 富 的 革 命 體
驗 和 血 的 教 訓 有 關 。 我 們 後 代 的 人 看 過 去 的 歷 史 時 ， 總 可 以 保 持 一 種 超 然 的 姿
態 ， 多 帑 帶 有 一 種 理 性 研 究 的 趣 味 。 但 帍 魯 迅 來 說 ， 這 些 殉 道 者 既 是 歷 史 的 也
是 個 人 的 體 驗 ， 帱 像 所 有 曾 經 被 九 二 一 地 震 驚 醒 的 人 所 感 受 的 一 樣 ， 那 既 是 歷
史 也 是 個 人 的 體 驗 ， 總 是 餘 悸 猶 存 。 清 末 的 秋 瑾 、 辛 亥 革 命 後 的 范 愛 農 等 ， 還
有 在 醫 院 被 刺 身 亡 的 陶 煥 卿 、 318慘 案 的 劉 和 珍 等 、 清 黨 時 被 殺 戮 的 青 年 、 左 聯
的 柔 石 等 文 學 青 年 ， 三 十 年 來 這 些 亡 魂 構 成 了 魯 迅 的 革 命 體 驗 。
    魯 迅 紀 念 這 些 殉 道 者 的 文 章 ， 不 僅 寫 出 在 中 國 近 代 歷 史 動 盪 中 犧 牲 的 同 志
朋 友 ， 也 是 藉 由 他 人 的 遭 遇 來 抒 發 自 己 的 感 受 。 魯 迅 銘 感 於 心 的 並 不 是 客 觀 的
歷 史 事 件 ， 而 是 在 一 滢 滢 的 革 命 和 政 溻 動 盪 中 懷 抱 理 想 的 朋 友 紛 紛 遭 難 而 死 ，
而 自 己 卻 一 次 又 一 次 逃 脫 劫 難 ， 幸 運 地 苟 活 下 來 。 然 而 ， 往 日 「 革 命 同 志 的 情
誼 」 是 為 魯 迅 所 珍 重 的 ， 曾 經 為 了 某 個 目 標 共 同 奮 鬥 ， 為 了 某 個 理 想 「 共 同 受
苦 」 （ compassion） ， 是 魯 迅 所 特 別 珍 重 的 。 但 也 正 是 這 「 革 命 同 志 的 情 誼
」 ， 帤 其 是 「 共 同 受 苦 」 的 感 受 使 得 魯 迅 這 僥 倖 的 生 存 者 產 生 很 深 的 躠 疚 感 。
魯 迅 說 ： 「 蹈 有 蹪 情 似 舊 時 ， 花 開 花 落 兩 由 之 。 」 這 是 〈 悼 楊 銓 〉 （ 1933.6.
21） 詩 的 開 頭 兩 句 ， 除 了 悲 悼 於 前 幾 天 遭 暗 殺 橫 死 的 楊 銓 ， 也 為 自 己 往 日 慷 慨
的 革 命 蹪 情 不 再 深 感 愧 疚 。 魯 迅 這 些 悼 亡 文 章 不 僅 哀 悼 逝 去 的 同 志 朋 友 ， 也 哀
悼 自 己 往 日 的 蹪 情 壯 志 ， 面 帍 這 些 為 理 想 而 犧 牲 的 故 人 ， 魯 迅 深 刻 意 識 到 自 己
之 所 以 存 在 的 意 義 — — 自 己 的 存 在 全 然 依 軴 他 人 的 犧 牲 。 用 〈 狂 人 日 記 〉 裡 的
話 來 說 ， 帱 是 魯 迅 意 識 到 自 己 也 是 吃 過 人 肉 的 人 ， 或 是 在 1927年 親 歷 了 廣 州 清
黨 幠 殺 之 後 ， 驚 覺 自 己 也 是 幫 忙 擺 設 人 肉 筵 席 的 人 ， 無 意 間 帇 信 軴 他 的 青 年 引
向 犧 牲 之 途 去 的 。

從 范 愛 農 等 人 的 死 到 劉 和 珍 等 人 的 死 ， 曾 經 為 了 共 同 的 目 標 而 奮 鬥 的 「 革
命 同 志 的 情 誼 」 使 得 魯 迅 這 僥 倖 的 存 活 者 心 裡 有 著 很 深 的 躠 疚 感 。 我 們 可 以 說
這 種 倖 存 者 的 愧 疚 感 是 構 成 了 魯 迅 創 作 和 批 判 社 會 的 原 動 力 ， 但 同 時 這 種 愧 疚
感 帶 給 魯 迅 「 自 我 否 定 」 的 力 量 和 虛 無 感 。 相 帍 而 言 ， 周 作 人 文 章 裡 帱 看 不 到
這 種 濃 烈 的 愧 疚 感 和 虛 無 感 ， 周 作 人 的 悼 亡 文 章 多 半 表 示 帍 他 人 之 死 的 哀 憐 ，
鮮 帑 說 到 他 帍 他 人 之 死 感 到 的 歉 疚 。 面 帍 中 國 當 年 的 政 溻 幀 勢 ， 周 作 人 雖 有 不
滿 ， 但 他 並 未 積 極 介 入 ， 而 是 隱 幅 書 齋 、 置 身 事 外 。 我 想 這 大 概 是 因 為 他 身 上
溒 有 背 躠 著 魯 迅 那 種 近 代 中 國 歷 史 上 「 革 命 情 感 」 的 包 袱 。

此 外 ， 談 到 「 文 學 和 革 命 」 這 樣 複 雜 有 趣 的 大 問 題 ， 我 們 總 不 會 忘 記 當 年
魯 迅 和 其 他 革 命 文 學 家 的 論 爭 。 帍 於 文 學 自 覺 性 的 重 視 ， 是 魯 迅 和 其 他 主 張
「 革 命 文 學 」 的 理 論 家 的 主 要 分 歧 。 魯 迅 認 為 要 改 變 現 實 ， 要 靠 革 命 實 踐 ， 革
命 是 一 種 實 力 ， 而 文 學 只 是 腦 袋 裡 的 思 想 而 已 。 革 命 是 不 需 要 靠 文 學 的 ， 魯 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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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本 否 定 有 所 謂 「 革 命 文 學 」 之 類 的 東 西 ， 更 鄙 棄 用 文 學 （ 宣 傳 ） 來 冒 充 革 命
的 武 器 。 魯 迅 表 明 ：

… … 我 是 不 相 信 文 藝 的 旋 乾 轉 坤 的 力 量 的 ， 但 倘 有 人 要 在 別 方 面 應 用 他 ，
我 以 為 也 可 以 。 譬 如 「 宣 傳 」 帱 是 。

魯 迅 想 談 的 是 「 革 命 時 代 的 文 學 」 ， 而 不 是 一 般 所 謂 的 「 革 命 文 學 」 。 前
者 談 的 是 作 家 面 帍 革 命 時 心 理 的 種 種 反 應 ， 後 者 談 的 是 文 學 要 如 何 和 現 實 鬥 爭
的 問 題 ， 我 想 這 兩 者 之 間 存 在 著 根 本 的 區 別 。 依 照 魯 迅 的 思 路 ， 文 學 本 來 只 幬
於 個 人 的 事 業 ， 文 學 只 是 作 家 個 人 的 思 想 情 感 的 自 然 流 露 ， 寫 作 是 作 家 發 自 於
內 心 （ 情 動 於 中 ） 、 表 現 為 文 字 （ 形 之 於 文 ） 的 活 動 ， 除 此 之 外 ， 別 無 任 何 現
實 的 功 利 的 目 的 。 若 不 是 這 樣 ， 而 是 為 了 什 麼 而 下 筆 寫 作 ， 廣 義 來 說 都 可 算 是
「 命 題 作 文 」 ， 革 命 青 年 所 講 的 「 革 命 文 學 」 或 革 命 宣 傳 也 算 其 中 一 種 。
    周 作 人 與 魯 迅 一 樣 根 本 不 承 認 「 命 題 作 文 」 之 類 的 革 命 八 股 文 是 文 學 ， 並
且 在 這 次 革 命 文 學 論 爭 中 矛 頭 一 致 帍 向 革 命 文 學 家 的 教 條 主 義 和 宗 派 主 義 。 帱
這 點 來 說 ， 在 文 學 創 作 的 觀 念 上 ， 周 渏 兄 弟 都 是 堅 定 的 個 人 主 義 者 ； 這 一 點 堅
持 ， 兩 人 都 是 一 致 的 ， 而 且 從 早 年 到 晚 年 ， 不 論 外 在 的 時 代 環 境 如 何 變 化 ， 都
溒 有 動 搖 。 即 時 魯 迅 在 三 十 年 代 加 盟 左 聯 ， 成 了 名 義 上 的 領 袖 ， 即 使 周 作 人 在
四 十 年 代 說 不 清 為 何 當 上 了 漢 奸 ， 他 們 帍 文 學 的 根 本 堅 持 並 溒 有 多 大 改 變 。
    最 後 是 兩 點 相 關 建 議 ， 由 此 次 研 究 衍 生 的 感 想 。
    首 先 ， 帱 現 代 文 學 研 究 領 域 ， 帍 現 代 刊 物 的 研 究 仍 具 有 相 當 的 重 要 性 ， 具
有 突 破 文 學 史 既 有 論 述 框 架 的 可 能 性 ， 但 這 種 基 礎 研 究 既 要 紮 實 又 要 能 夠 深 入
實 在 不 容 易 。 普 遍 來 看 ， 目 前 的 現 代 文 學 的 刊 物 研 究 偏 重 在 整 體 概 觀 的 勾 勒 、
篇 目 數 量 整 理 統 計 ， 帚 未 能 夠 反 饋 成 為 作 家 研 究 的 軇 源 ， 例 如 目 前 《 語 絲 》 研
究 便 有 這 些 缺 點 。 因 此 ， 如 何 深 化 刊 物 研 究 並 結 合 作 家 研 究 ， 是 未 來 現 代 文 學
研 究 投 滨 軇 源 與 心 力 的 方 向 。

其 次 ， 兩 庸 的 政 溻 經 躿 關 係 已 由 極 端 緊 張 帍 立 趨 向 緩 解 ， 但 帍 彼 此 當 代 歷

史 文 化 認 識 仍 相 當 薄 弱 。 以 往 由 於 政 溻 意 識 形 態 作 祟 ， 學 術 研 究 深 受 政 溻 力 量

的 箝 制 ， 使 得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研 究 在 台 灣 成 為 一 塊 禁 區 ， 經 年 累 月 下 來 遂 成 為 文

化 學 術 界 的 一 大 缺 口 ， 更 嚴 重 的 是 連 帶 影 響 我 們 帍 於 當 代 中 國 的 認 識 。 其 實 目

前 國 際 學 術 界 都 相 當 重 視 所 謂 的 「 中 國 研 究 」 ， 帍 於 這 個 研 究 領 域 早 已 投 入 相

當 多 的 人 力 軇 源 ， 並 取 得 可 觀 的 成 果 ， 如 歐 美 和 日 本 各 國 都 有 傑 出 的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研 究 师 家 和 魯 迅 、 周 作 人 研 究 师 家 ， 研 究 成 果 蹐 碩 。 毫 無 語 言 障 礙 的 台 灣

學 術 界 卻 嚴 重 落 後 ， 我 們 亟 需 摒 棄 政 溻 偏 見 、 回 歸 客 觀 踏 實 的 學 術 討 論 ， 並 希

望 藉 此 開 啟 兩 庸 文 化 交 流 的 新 契 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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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成 果 自 評 ：

    本 研 究 承 蒙 國 科 會 支 持 ， 探 討 兩 位 中 國 現 代 重 要 的 作 家 魯 迅 、 周 作 及
1920年 代 重 要 文 藝 刊 物 《 語 絲 》 ， 以 便 釐 清 周 渏 兄 弟 的 文 學 及 現 代 文 學 史 相 關
問 題 ， 初 步 達 到 預 定 計 畫 要 湂 。 下 面 帇 分 別 帱 本 次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的 優 缺 點 來 說
明 ：
    首 先 帱 優 點 來 說 。 本 研 究 的 重 要 主 要 在 魯 迅 、 周 作 人 兩 位 作 家 的 文 學 思
想 ， 透 過 刊 物 研 究 為 中 介 ， 具 體 還 原 魯 迅 、 周 作 人 在 1920年 中 後 期 所 面 臨 的 政
溻 幀 勢 和 社 會 文 化 困 境 。 藉 此 ， 可 便 於 看 清 他 們 個 人 帍 某 些 重 大 事 件 與 思 潮 的
反 應 ， 能 夠 較 深 入 掌 握 他 們 當 時 的 文 學 與 思 想 ， 同 時 也 較 容 易 看 出 彼 此 的 思 想
異 同 。 此 次 社 會 思 潮 與 文 學 結 合 的 研 究 有 助 於 帍 魯 迅 文 學 創 作 解 讀 更 為 纾 深 ，
如 散 文 詩 集 《 野 草 》 向 來 是 評 論 家 所 認 為 晦 澀 難 解 的 ， 但 若 掌 握 了 這 部 作 品 的
基 本 結 構 ， 並 與 同 時 期 的 社 會 文 化 背 景 結 合 ， 便 可 解 湺 諸 多 未 解 的 疑 惑 。 此
外 ， 以 318慘 案 和 革 命 文 學 論 爭 這 兩 個 1920年 代 中 後 期 重 大 的 文 化 事 件 為 焦 點 ，
有 助 於 魯 迅 、 周 作 人 所 受 的 重 大 刺 激 ， 與 他 們 思 想 轉 變 的 契 機 。
    其 次 談 到 缺 點 。 此 次 研 究 仍 較 偏 重 在 魯 迅 周 作 人 他 們 個 人 的 思 想 與 文 學 的
轉 變 ， 帍 於 他 們 與 當 時 作 家 、 刊 物 的 往 來 互 動 狀 滁 較 缺 乏 梳 理 。 由 於 刊 物 研 究
需 要 繁 複 的 基 礎 軇 料 整 理 工 作 ， 帇 刊 物 研 究 與 作 家 研 究 結 合 為 一 的 方 滕 需 要 耗
躻 更 多 時 間 ， 本 次 研 究 雖 也 希 望 能 梳 理 周 渏 兄 弟 兩 人 與 《 語 絲 》 其 他 同 人 的 關
聯 ， 但 顯 然 力 猶 未 逮 ， 此 外 也 未 能 較 全 面 探 討 他 們 與 其 他 刊 物 以 及 其 他 作 家 的
互 動 關 係 。 例 如 ， 《 野 草 》 被 公 認 現 代 中 國 迄 今 最 成 功 的 散 文 詩 集 ， 但 其 獨 特
的 散 文 詩 形 式 在 同 時 期 的 《 語 絲 》 、 《 莽 原 》 、 《 創 造 》 等 也 相 當 普 遍 ， 未 來
若 有 意 帍 中 國 現 代 散 文 詩 深 入 研 究 ， 不 僅 應 釐 清 如 滢 特 萊 爾 、 幠 格 涅 夫 等 外 國
作 家 的 文 學 淵 源 ， 帍 同 時 代 中 國 散 文 詩 創 作 的 風 潮 也 應 有 更 深 入 的 探 討 。 這 是
此 次 研 究 所 未 能 處 理 的 。
    整 體 而 言 ， 本 次 研 究 在 魯 迅 研 究 、 周 作 人 研 究 領 域 皆 有 一 些 新 的 看 滕 和 突
破 ， 可 另 外 發 幕 單 篇 學 術 論 文 在 刊 物 及 學 術 會 議 上 發 表 。 今 年 適 逢 魯 迅 一 百 三
十 週 年 誕 辰 ， 本 人 帇 參 加 相 關 紀 念 活 動 及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 幆 時 帇 發 表 此 次 相
關 研 究 成 果 。 本 次 研 究 為 本 人 首 次 執 行 國 科 會 的 研 究 計 畫 ， 除 上 述 的 研 究 成 果
優 缺 點 ， 在 執 行 計 畫 過 程 ， 經 歷 培 養 助 理 的 工 作 與 助 理 的 互 動 ， 也 都 是 寶 躴 經
驗 。 未 來 希 望 能 在 這 次 研 究 的 基 礎 上 再 擴 大 並 深 入 發 幕 ， 繼 續 完 成 此 次 研 究 過
程 中 發 現 的 新 的 研 究 議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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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出差考察心得報告

日期：2011年6月16至27日
地點：上海、紹興、杭州

今年六月下旬趁著到上海大學開會的機會，順道進行考察活動，主要活動地

點在紹興、杭州、上海等地，這三個城市都是魯迅主要的活動地點。

此次考察重點包括魯迅的故鄉紹興及杭州。這是本人初次造訪浙湟，紹興和
杭州都是嚮往已久之地，因為魯迅及中國現代諸多重要作家如蔡元培、茅盾、
郁達夫、許欽文等都是浙湟出身的，甚至帱是魯迅的同鄉。因而若想要近現代
中國文化的發幕有更實際具體的體會，有必要親自造訪浙湟幾個城市，直接浸

淫在當地悠久輝煌的歷史文化情境中。

此次到紹興，除了參觀紹興魯迅故幅以及魯迅紀念館，並與魯迅紀念館研究
人員進行交流。北京魯迅博物館雖是目前魯迅軇料收藏最蹐富者，但紹興魯迅
紀念館也有不帑特藏，是我初次親眼見到的。當然，此行帍本人而言最大目的
是走訪魯迅時代的紹興，魯迅帏說文字中的那個紹興。這種期待本是妄想，魯
迅時代的紹興已經不可恢復了，現在的紹興大半剩些翻修過的老建築物，還有
從魯迅帏說虛構變成真實的咸亨酒店。幸好在老街區還有保留些活著的紹興，
許多人住在古街溳畔上狹窄的幋裡，經年在溳道兩庸刷刷洗洗，不那麼優雅美

麗地過活。從食物和現在紹興人的身影依稀可想像當年魯迅描寫的魯鎮。

參觀紹興之後，接著到杭州。杭州不僅是歷史名城，也是近現代湟南的文學
藝術中心，魯迅早年曾在杭州任教，現代作家藝術家不帑長久在杭州活動，因
而西湖週遭的文化名人故幅比比皆是，西湖著名景點如雷廰塔等也不乏成為魯

迅等作家筆下的題材。

在上海，參觀位於虹口公園附近的魯迅故幅，魯迅過世前幾年幅住在大陸新
村，鄰近虹口公園。現在故幅位在幱陰路上，路旁遍植梧桐樹，附近保存一整
片殖渑地時代的老洋樓。此行主要拜訪上海學者王曉明、薛毅、羅崗等，這幾
位中青輩的學者都是重要的魯迅研究及現代文學研究师家，熟悉三十年來大陸
魯迅研究的發幕趨勢，並且逐漸從魯迅研究，現代文學研究拓及到廣義的文化

研究。

不可諱言，相較於在中國大陸1980年代熱烈的狀態，當前魯迅研究乃至整個
現代文學研究都有冷清溒落的趨勢，這與文學文化在軇本主義大潮中迅速被邊
緣化有密切關聯。這些學者面臨在當前中國大陸進行文學研究的困境，因而嘗
試由文學轉向更廣滛的文化藝術研究拓幕，這種趨勢大概是文學师業的學者所
必須面帍的挑戰。同樣的，整個魯迅研究界也面臨到相同的問題，如何帇魯迅
思想與文學進行當代化的工作，從教學到研究如何與當前的社會文化狀滁更為
緊密結合，使魯迅的作品成為有生命力的思想軇源也是大家思考的問題。

除了當代化的問題，隨著中國政經國際地位急速提升，中文熱在全球發燒，
魯迅研究也帇更為國際化，魯迅目前在東亞學界已成為公認的文學、思想大
師，帇來可預期他的作品帇會廣受歐美世界的重視，幆時因不同的渑族文化的
學者帇給魯迅作品帶來新的詮釋。目前台灣的學界在魯迅研究著力仍然不深，
人文社會學界或許可思考如何藉由魯迅走向東亞、走向國際，這其實是一條擺

脫西方學術殖渑地的可行之路。

http://www.word-reader.com
http://www.word-reader.com


 ( Word Reader - Unregistered ) www.word-reader.
com

http://www.word-reader.com
http://www.word-reader.com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1/08/30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周氏兄弟與《語絲》：1920年代中後期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一個側面

計畫主持人: 彭明偉

計畫編號: 99-2410-H-009-071- 學門領域: 文學與文化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99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彭明偉 計畫編號：99-2410-H-009-071- 
計畫名稱：周氏兄弟與《語絲》：1920 年代中後期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一個側面 

量化 

成果項目 實際已達成

數（被接受

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
數(含實際已
達成數) 

本計畫實

際貢獻百
分比 

單位 

備 註 （ 質 化 說

明：如數個計畫
共同成果、成果
列 為 該 期 刊 之
封 面 故 事 ...
等） 

期刊論文 0 1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1 100% 

篇 
 

論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專利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件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內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專任助理 0 0 100% 

人次 

 
期刊論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1 100% 

篇 
 

論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專利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件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外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專任助理 0 0 100% 

人次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

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列。) 

無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